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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 1 0 年 5 月 的 中 央 新 疆 工 作 座 谈 会 强 调 ： “ 要

把 城 镇 化 、 新 型 工 业 化 、 农 业 现 代 化 作 为 兵

团特殊体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紧密结合的有效措

施。”2012年1月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政委车俊在兵团党

委六届十次全委（扩大）会议上首次正式提出新时期兵

团要从“屯垦戍边”转变成“建城戍边”。“屯垦”的

含义是军队驻扎在某一地区并且进行开垦建设，这主要

是建国初期兵团需要完成的任务，随着经济的发展，现

实情况的不断变化，兵团的这一历史任务也需要作出相

应的调整。“建城戍边”则是兵团新时期需要完成的新

任务，兵团“建城戍边”任务的提出既是对屯垦戍边内

涵的进一步丰富，也是对屯垦戍边形式的创新。

兵团“师市合一”体制是建设城市的一种开创性工

作，同时也为推进兵团城市化建设、加快兵团专项管理

体制的建立和实现全面的市场经济的有效途径。对“师

市合一”体制的研究，应当从其中的法律问题着手。在

“师市合一”体制下，进一步研究兵团城市政权建设中

的法律问题，实现兵团城镇体系建设的合法化具有重要

意义。

“师市合一”体制的基本内涵

兵 团 的 特 殊 性 体 现 在 其 首 要 任 务 是 屯 垦 戍 边 ， 因

此，不仅具有一般政府的职能，同时还必须具有“兵”

的属性，这就是为什么兵团都是以“师团连”的形式进

行称谓，连队内部的人员称为职工，同时被纳入民兵编

制 。 基 于 此 ， 在 一 定 程 度 上 我 们 可 以 认 为 ， “ 师 市 合

一”体制是在当前我国原有特别建制政府模式下，特别

建制地方政府类型一种新的发展。[1]

总体而言，“师市合一”体制有“石河子模式”和

“阿拉尔模式”两种类型。

“石河子模式”是兵团第八师机关与自治区直辖的

石河子市人民政府机关及其各所属部门实行一个机构、

两块牌子，合署办公的方式。在兵团和自治区的双重领

导下，分别在师属区域和市辖区域内依照国家和自治区

的法律、法规，行使第八师和石河子市人民政府赋予的

职能。

“ 石 河 子 模 式 ” 的 “ 师 市 合 一 ” 体 制 具 有 四 方 面

的基本特征：第一，石河子市属于县级市，拥有完备的

组织机构，包括市人大常委会、市人民政府、市人民政

协等组织机构；第二，第八师和石河子市的党委和纪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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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师市合一”是一种特殊的地方政府，其外部表现和内部运作模式具有一定的特殊

性，是兵团的特殊制度和自治区地方人民政府的管理相结合，是推进兵团城镇化建设，

特别是管理体制和市场经济的有效途径。从法学的视角出发，分析“师市合一”体制实

行的现状，存在的问题，结合新疆的实际情况，探索如何合理解决这些问题，以确保

“师市合一”体制能够长期存在和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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